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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社会阶层分析与探讨

口陆学艺

培育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构建和

谐社会的基础

我国目前正处在由农业
、

农村的传统社会向工业

化
、

城市化
、

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
,

正处在由计划

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 中
。

从城乡就业结构看
,

中国还是城市化初期的社会

结构
。

工业 化中期的经济体制结构和城市化初期的社

会结构同处于一个社会中
,

这是导致中国诸多社会矛

盾的总根源
。

在社会变革中
,

工人阶级
、

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

层分化了
,

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
、

个体工商户
、

经理人

员
、

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
,

形成了新的社会结

构
。

有人把计划经济比喻为
“

鸟笼经济
” 。

中国的经济

是在不 断的改革中发展 的
。

拆开一个 口 子
,

经济向前发

展一步
,

不断地拆
,

经济不 断地发展
。

经济体制改革
,

促

进经济成长之快之好
,

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
。

现在改革

已进入攻坚阶段
,

难度越来越大
,

但客观的事实还是改

革推进一步
,

经济就向前发展一 步
。

实践表明
,

几十年

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 已渗透到政治
、

社会
、

文化等方

方面面
,

盘根错节
,

根深蒂固
。

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

面几乎投入 了全部精力
,

相应地在社会体制等方面的

改革投入的力量太少了
。

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
,

基本上是在经济体制改革
、

经济发展的带动下
,

自发地逐步形成的
。

而历史经验表

明
,

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形成合理 的具有活力的现代社

会结构
,

不仅要靠无形的手推动
,

也要靠国家和政府这

只
“

有形的手
”

不断加 以引导和调控
。

20 多年来
,

因为我

们在社会体制的改革方面
、

在社会政策的创新调控方

面
,

没有像经济体制改革
、

经济政策调控方面那样投

入
,

所以现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
,

还是不合理
、

不理

想的
。

第一
,

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与经 济结构不相适

应
。

就经济结构而言
,

中国现在已达到工业化中期水

平
,

但城市化率 只有 41
.

8%
,

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

平约 10 个百分点
,

还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
。

城市化

严重滞后于工业化
,

阻滞了现代化的进程
,

阻滞了第三

产业 的健康发展 (200 4 年 G DP 中
,

第三产业 只 有

31
.

8 % )
,

影响着人 民生活
、

消费水平的提高
,

实际已经

在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
。

第二
,

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不合理的
,

甚至可 以

说是畸形的
。

在上述 41
.

8% 的城市化率中
,

仍有 1
.

3 亿

人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 口
,

他们并不享有和城市

居民同等的政治
、

经济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
,

其

中
,

有 l 亿农民工从事的是二 三产业的劳动
,

但身份还

是农民
,

他们白天在工厂
、

商店
、

工地干活
,

晚上住的是

拥挤不堪的工棚
,

想的是农家事
。

农民工是城市里的二

等公民
、

边缘人
,

有人说
,

现在把城乡二 元结构引进城

里来了
,

一城两制
,

对城市居民实行一种政策
,

对农民

工
、

外来人实行另一种政策
,

形成了城市里的二元结

构
,

由此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
。

第三
,

中国现在的社会阶层结构
,

还只是一个现代

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
,

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
,

明显具

有 自发性
、

过渡性和半封闭性
。

应该小的农业劳动者阶

层没有小下去
,

应该大的社会中间阶层没有大起来
。

据

中国社会科学院
“

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
”

课题组

2 0 0 1 的调查
,

农 业 劳 动者阶层 占总就 业 人 员的

4 2
.

9 %
,

社会中间阶层只有约 18 %
,

就 目前中国社会阶

层结构的形态而言
,

虽然已经不是传统的金字塔
,

但是

也还不是社会中问阶层占大 多数的橄榄形
,

而是个中

下级阶层偏大的洋葱头形
。

社会结构包括人 口 结构
、

家庭结构
、

就业结构
、
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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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阶层结构
、

城乡结构
、

区域结构
、

社会组 织结构等各

个方面
,

其中
,

社会阶层结构是最重要
、

最核心 的结

构
。

就中国目前来说
,

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
,

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
,

最关键的是要

通过改革调整城 乡结构
。

城乡结构调整好 了
,

其他方面

的结构都会得到改善
,

农业劳动者大幅减少
,

社会中间

阶层就会较大扩大
,

社会阶层结构将会向合理的
、

有活

力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迈进一大步
。

从国际上各个实现了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轨迹来

看
,

在这些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中
,

无例外的都形成了

占有政治
、

经济
、

社会资源最多和最少阶层的人数规模

都比较小
,

而 占有政治
、

经济
、

社会资源中等水平的社

会中间阶层 (也称中产阶级 )则比较庞大
,

所以社会阶

层结构形态呈橄榄形
。

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中间阶

层的规模大
,

在人 口 中占多数
,

政治和经济状况就会相

对平稳
,

社会秩序会比较好
,

比较安定
,

社会也就会比

较和谐
。

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
,

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

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大好形势
,

但是因为社会体制改

革等方面的相对滞后
,

国家没有出台相应的社会政策

对社会结构和社会事业 的发展加以应有的调控和引

导
,

所以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并不是良性的
。

一部分人

和一部分地区确实先富起来了
,

但是还有数千万温饱

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人 口
,

有几个省区的人均 G DP 未

达到 800 美元
。

从全国的大局看
,

城乡差距
、

地区差距
、

贫富差距是比 19 78 年扩大了 (自 1 99 8 年以后是逐年

扩大 )
。

就社会阶层结构讲
,

一部分政治精英
、

经济精

英
、

文化精英富得很快
,

而社会中间阶层发展得比较缓

慢
,

特别是广大的工人
、

农民没有得到与经济发展
、

现

代化建设相应的实惠
,

有部分群众如失地的农民
、

失业

的工人
,

失房 (被拆迁 )的居民的利益反而受到损害
。

正

如有位社会学家所说
,

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
,

社

会出现了
“

断裂
”

和
“

失衡
” 。

这就是为什么进入新世纪

以来
,

社会矛盾增多
、

社会冲突凸显的根本原因
。

近几

年我们在解决社会矛盾
,

治理社会问题方面
,

已经投入

了很多的力t
,

也解决了一部分社会问题
。

但从全国总

体情势看
,

近几年社会矛盾还是持续增加的
,

例如上

访
、

上告的群众越来越多
,

群体事件时有发生
。

为什

么? 根本原因
,

就是因为社会结构不合理
。

在现阶层
,

要解决社会矛盾
,

治理社会问题
,

使社

会趋于和谐
,

就必须深化改革
,

制定和创新现有的社会

政策
,

逐步调整社会结构
,

尤其是要在经济持续快速增

长发展的背景下
,

通过引导
、

调控
,

逐步形成一个以社

会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
,

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
。

在现阶段要处理好
,

规范好以下几种关系

(一 )劳资关系
:
这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

,

而

且会变成最主要社会关系
。

雇佣
、

被雇佣的关系正在逐

步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
。

雇佣方是 : 私营企业主
、

三资企业主及其经理人

员
、

国有企业
、

国家控股企业 的经理人员
、

有雇员的个

体工商户
。

被雇佣者是
:
工人

、

农民工
、

短工⋯⋯
。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资关系
,

雇佣被雇

佣的关系正在形成之中
,

因为这种劳资关系产生
,

至今

已有 10 一 2 0 年左右的时间
,

劳资双方的权利
、

义务
、

政

治
、

经济地位还都在实践中
,

雇主一方是新生的
,

不知

怎么当老板
,

怎么同工人相处
,

处理好 同工人的关系
,

没有先例可依
。

被雇佣一方也是新的
,

其中绝大部分是

农民工
,

他们原本是农民
,

初当工人
,

应当享有何种政

治
、

经济权利
,

应该遵守怎样的规范
,

应该怎样同老板

相处
,

也还都在实践中
。

被雇佣一方中还有一部分是原

来的老工人和城市户 口 的工人
,

有一些企业原来的厂

长
,

经理 变为老板了
,

如何相处成了新问题
,

(据调查
,

这部分工人常常成为首先被解雇的对象
,

当然其中也

有一部分成为重用的对象
,

有的成了中低层干部 )
。

有

些国有企业因为控股的企业经过改制后
,

这里的工人

的地位和关系相对还 比较稳定
,

但也在变化之 中
。

总体

说来
,

我们国家的劳资关系是比较好的
,

这 因为第一
,

我国正处在工业 化过程中经济发展 比较快
,

各方都是

受益 的
,

虽然受益的多少不同
,

彼此还能相安容忍
,

第

二
,

资方和劳方都是新的
,

对各 自的权利义务还不 明

确
。

但是自2 0 世纪 9 0 年代中期以来
,

劳资矛盾
、

劳资

冲突逐年增加
,

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
。

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
,

全国劳动争议的状况
,

1995 年全国才 3 80 3 起
,

12
.

25 万人
,

其中集体争议

20 00 多次
。

世纪之交后急剧增多
,

到 2 00 3 年全国已有

22
.

6 万起
,

有 80 多万人
。

集体争议 108 03 起
,

51 万多

人
。

19 95 一 200 3
,

8 年功夫
,

劳动争议增加 5 9
.

5 倍
。

其中

集体争议事件数增加 4 倍
,

这说明工人和老板间个人

冲突大 t 增加了
,

争议事件中
,

劳动报酬问题占 1 / 3
,

福

利保险占 1 / 5
,

工伤李故占 l / 6
。

基本上还都属于经济

冲突阶段
,

这是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
。

20 年来
,

经济发展很快
,

但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却没

有得到应得的成果
。

农民工的工资 20 年不涨
,

什么原因呢 ? 这首先是

城市二元结构的矛盾表现
,

这些年城市差距是逐步扩

大的
。

其次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实在太多
。

要求涨工资
,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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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板就解雇换人 ; 第三
,

现在的服装
、

玩具
、

塑料等新行

业
,

墓本上还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
,

对技术熟练程度要

求不定
,

经过短期培训就能就业上岗; 第四是老板盘剥

太过分
,

以最少的工资
,

获取最大的利润 ; 第五
,

农民工

自身还未组织起来
,

他们刚从农村出来
,

开始就有几 百

元的月收入
,

就满足 了; 第六政府没有尽到保护农民工

的贵任
。

有的地方
,

农民工组织起来停怠工和罢工
,

有

的地区领导人生怕把老板吓跑了
,

还以维护社会稳定
,

出来做工作
,

劝止和阻止农民工同资方合情
、

合理也合

法的交涉乃至斗争
。

近几年
,

中央政府出台了不少维护农民工权益 的

政策
,

总工会出面组 织农民工加入工会
,

劳动与社会保

阵部出台了关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政策
,

有不 少

地方政府出台了农民工最低工 资的标准
,

做 了不少维

护农民工权益的实事
。

温家宝总理亲自出面
,

为农民工

催要有关方面拖欠的工资
。

农民工 的经济政治地位
,

正

在逐步提高
,

他们的处境已经有了改善
。

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
,

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规

范的一定的劳资关系
,

统筹兼雇和协调劳资双方的权

益
,

使之能和谐相处
,

共同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做出应

有的贡献
。

我们应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
,

逐步制订相

应的政策和法规
,

使劳资关系还在初始阶段就能沿着

正确的方向发展
。

政府应该站在裁判的立场
,

根据社会主义建设 的

要求
,

合理确定劳资双方权益的边界
,

处理好他们的关

系
。

(二 )农村中基本层干部和农民的关系

2 0() 4 年 3 月
,

中央出台了一个大政策
。

总理在人代

会上宣布
,

用 3 一 5 年
,

农民全部免交农业税
。

现在全国

已有 27 个省市自治区宣布今年就实现
,

农民免交农业

税
。

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策
。

九亿农民欢欣鼓舞
,

同声

称赞党的政策好
。

这个政策直接的政治
、

社会效应是
,

极大的缓解和改善 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

系
,

实际也就极大改善了党和农民群众的关系
。

据我们

调查
,

农民免交农业税之后
,

主要的问题有两个 :

一是乡 (镇) 村两级机构的运转经费严重不足
,

工

作不好开展
。

过去
,

乡(镇 )有相当一部分运转经 费是靠

三提五统和在收农业税时搭车收费来解决的
。

现在财

源断了
。

而国家现行的财政体制还没有改
。

二是
,

农村把税免了
,

乡镇的机构也改革了
,

人 员

是少了
,

经费就更少了
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
,

乡镇政府的

干部如何开展 工作
,

开展什么工作? 如何同农民打交

道? 国家免除农业税费
,

改革精简乡镇机构的目的就是

要调整改善农村墓层组织干部同农民的关系
,

促进主

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
,

这是个重大转变
。

这

将要有 一个比较长的转变过程
。

有关方面应该抓紧研

究
,

出台相应的政策
,

引导协调好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

的关系
,

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
,

构建农村的和谐

社会
。

三是部分地区农村的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关系
,

由

原来的三要变为一要
。

19 80 年代中期以来
,

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基

层干部 (指乡 (镇)村两级干部)
,

被农民群众指称为三

要
“

要钱
、

要粮
、

要命
”

干部
,

实事求是的说
,

农村基层干

部做了大t 的工作
,

付出了辛劳和心血
,

这方面的成绩

是不能低枯和抹杀的
,

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

出了应有的贡献
。

问题是有部分地区的农村墓层干部
,

他们把乡镇政府
,

村委会逐渐演变为小群体的利益集

团
,

在为国家收取规定的粮款外
,

裕车收费
,

为小团体

谋私利
。 “三 要

”
的制度性矛盾解决了

。

而这部分基层

干部为了继续谋小 团体的利益
,

就把手伸向农民的承

包耕地
。

通过他们同开发商
、

用地者合谋
,

置国家严格

保护耕地的国策于不顾
,

也不惜撕毁与农民签订 的承

包耕地 30 年不变的合同
,

用各种手段侵 占农民的耕

地
,

从中渔利
。

现在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
,

已经从
“

三要
”

转变为
“一要

” 。

众所周知
,

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
。

失地就等于失业

了
,

失去社会保障
,

农民当然要奋力抗争乃至拼命抗

争
。

而墓层千部一方
,

因为大利所在
,

又有权力
,

于是就

不惜用种种伎俩
,

侵夺农民的耕地
。

前几年
,

已经有数

以千万亩的耕地已经被征占了
,

约有 4 000 万人成为失

地农民
,

今后
,

国家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加以制止
。

侵占

农民耕地还会愈演愈烈
。

一 面是墓层干部
,

背后是房地产开发商
,

要用地的

企业家
,

乃至境外的资本家要占地
,

一 面是农民为了保

护 自己的命根子
,

拼力
、

拼命反对 自己的承包耕地被侵

占
。

要地与反 要地 已经 成为当今农村社会的主要矛

盾
。

近几年
,

农村土地纠纷矛盾已取代税费问题
,

成为

社会冲突矛盾的主要根源
,

农村在中央提出免征农业

税后
,

出现的由
“三要

”

变为
“

一要
”

的新动向
,

如不及时

遏止
,

后果将比农村乱收费
、

乱罚款
,

加重农民负担的

后果还要严重
。

应该及时加 以制止
。

这要从深化农村改

革
,

创新土地制度
,

消解这种制度性的缺陷
,

才能奏
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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